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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传勇

2月22日12时许，巫溪县尖山镇
尖山村六组村民杨云开牵着孙子漫步
在村道上，脚下的水泥路面平坦而坚
实。这条村道全长4.5公里，2021年开
始修建，今年将完成最后400米毛坯
路的硬化，这是全体村民翘首以盼的
大喜事。

修路要占用房屋和土地，有人主
动拆掉老房子、让出部分院坝和菜
地；材料不齐，村干部贷款购买；没钱
请施工队，村民出工出力，肩挑背扛参
与施工……这条村道是所有村民一起
谱写的“同心曲”。

11位村干部垫钱买水泥

故事要从2021年讲起。
尖山村产业薄弱，资金有限，一直

没对村道进行拓宽、硬化。晴天满身
灰，雨天一脚泥，大家都不愿意出门。
村民们多次建议修路，但钱从哪里来？

彼时的驻村干部——尖山镇人大
主席李诗轩提议：一次性把村道全部硬
化肯定不现实，可以先硬化相对重要的
路段。

2021年12月底，尖山村筹集到3.2
万元租用设备、购买建材，决定先硬化
村子连接场镇的600米泥巴路。“村民
们积极性很高，主动跑来无偿帮忙，原
计划一个月完成硬化，最后仅用半个月
就搞定了。”李诗轩说。

看着硬化了一段的路，村民们想把
村道全部修通的意愿更强了。无偿让
地出劳力村民都愿意，但说到要筹钱买
建材，大家都不吭声了。

“办法总比困难多，先由村干部垫
钱，能修到哪里算哪里。”一次会议上，
村干部和驻村干部共11人，有的拿出
存款，有些去贷款，凑到了12万元。村
里还有3.9公里村道需要拓宽、硬化，这
笔钱只够买水泥，石头和沙子先赊账，
修路终于提上了日程。

村民拆房让地出劳力

2022年3月，尖山村村道的硬化与
拓宽工程开工。

动工第一天，100多个村民主动赶
到现场，拿着铁锹、锄头、簸箕，推着三
轮车，和水泥、挖坑填石、运碎石和泥
土，大家干劲十足。

按照规划，村道要拓宽至6米，杨
云开的房子正好在路中间，如果绕过
去，资金捉襟见肘，如果不绕，那就只能
拆房子。

“让地还好说，拆房子对村民来说
是一件大事，根本没法开口。”尖山村党
支部副书记吴清明说，他几次登门都不
好意思提这件事。

没想到，杨云开竟主动说：“修路不
是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我得为大家
着想。”之前路窄，一有车来，就会卡在
房子旁边，他早就想拓宽村道了。

杨云开租了邻居的闲置房屋，迅速
搬了家。村道还需要占用他家的院坝，
杨云开也让了两米多出来，他还加入了
施工队伍。

“早上八点，大家准时到位，中午休
息一会，又干到晚上六点。”杨云开说，
施工第一周，每天都有一百多人来帮
忙，后来有一二十个村民轮流接力施
工，仅用了3个月时间，原先两三米宽
的村道拓宽至6米。

路修好了，村民们又有了新期盼：
希望安装上路灯和庭院灯。

在市慈善总会、巫溪县慈善会的支
持下，尖山村参加了“乡村振兴 重庆
专场”“520”互联网等3场募捐活动，获
得21万元善款。尖山村用这笔钱安装

了500盏高杆灯、200余盏庭院灯。
“路平坦了，村子亮了，村民们也乐

意走出家门，散步、跳舞，夜生活逐渐丰
富，‘生活气’和人情味也越来越足。”李
诗轩说。

29户村民集资建起休闲钓鱼场

去年，尖山村累计建成投用了
18000平方米的大棚，主要种植麒麟
瓜、玉米、白菜、豌豆尖、辣椒等。自从
村道拓宽硬化后，许多场镇上的居民在
茶余饭后会到村里散步，顺道购买新鲜
果蔬，每年大概有上万人次到村内消
费，零售额近4万元。

看着村子的人气越来越旺，六组村
民张家勤萌生了打造休闲钓鱼场的想
法。“村内有青山寨避暑山庄、双龙寺、
敖家垭口观景台等打卡点，每年接待的
人次远超10万，钓鱼场完全可以作为
村子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补充。”张家勤
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商机，但仅靠他一
人难以承担前期的建设成本，于是在村
内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

不少村民表达了合作想法，但建设
钓鱼场前期投入较大，且未来效益如何
无法准确预估，大家希望拉动更多人参
与投资。最终，张家勤说服了29户村
民共筹集了43.5万元。

2023年，钓鱼场正式运营。每天
有二三十人来钓鱼，一年就赚了8万
多元。

但由于钓鱼场的业态单一，到了淡
季，来的人就很少。吴清明说，正计划
联动青山寨避暑山庄等，鼓励村民、村
干部集资打造农家乐、民宿等，干群再
次合力发展文旅新事业。

看着宽阔的新路，张家勤对未来充
满信心。

村干部垫钱买建筑材料、村民拆房让地出劳力，历时3年，巫溪县尖山村4.5公里村道今年将竣工——

一条村道上的“同心曲”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2月28日上午10时30分，伴随长
长的鸣笛声，2025年长江“春季护渔”区
域会战暨川渝交界水域联合执法行动在
江津区石蟆镇羊石盘码头拉开帷幕。

来自市农业农村委、市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总队、永川区农业农村委、江津
区农业农村委、长航公安江津派出所、
长航公安泸州分局合江派出所等单位
的40余名执法队员，沿着川渝交界水
域，开展联合执法巡航行动。

江面风平浪静，在长江巡警0104执
法船的引领下，另外4艘执法艇紧跟其后。

船至江中，江水不停拍打着船舷，
激起层层浪花，时不时有鱼儿跃出水
面。“自长江十年禁渔开展以来，现在这
片水域非法捕鱼的少了，母亲河又恢复
了水清鱼跃。”站在船舷，看着眼前这一
幕，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相关负责
人魏耀东感慨不已。

这片水域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属川渝（重
庆江津、永川、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交
界水域，有近8公里长。过去这一带水
域非法捕捞活动猖獗，加上非法挖沙采
石频发，江里的鱼越来越少。

“你看岸边堆起的小土坡，就是当年

挖沙采石留下来的。”一旁的长航公安泸
州分局合江派出所所长王卓介绍，通过
连续多年川渝联合巡江执法，这片水域
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和活力。

“巡查这一圈，非法捕鱼的虽看
不见了，但并不代表违法行为就没有
了——现在作案的手段更隐蔽，执法的
难度更大。”长航公安江津派出所所长
周明建介绍，一是作案时间调整到了凌
晨；二是作案地点多选择在视频监控的
盲区或是偏僻的交界水域；三是作案的
工具更智能，比如有的配备有夜视仪；
四是作案人员反侦察能力更强，往往有
专人放哨。

“要巩固好来之不易的禁捕成果，
一点不能掉以轻心。”但魏耀东对打赢
这场生态战充满信心——利用无人机、
渔政视频AI预警处置系统以及执法队
员、护渔队员、基层网格员等，形成一支
立体的“人防+技防”基层网格化监管体
系，让非法捕捞无处遁形。

临近中午，在阳光的照耀下，江面
泛起一片金色……联合执法行动仍在
继续。

大图：2 月 28 日，执法人员在江津
川渝交界水域开展联合执法巡航行动。

记者记者 张春晓张春晓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巩固禁捕成果巩固禁捕成果，，一点不能掉以轻心一点不能掉以轻心””
川渝两地开展交界水域联合执法川渝两地开展交界水域联合执法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赵伟平）按照全市统一部署，3月1
日0时至6月30日24时，我市禁捕水
域全面禁止垂钓。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境内江河纵
横，水系发达，渔业资源丰富，每年
3—6月是鱼类繁殖的主要时段。为确
保我市水生生物多样性，《重庆市禁捕
水域休闲垂钓管理办法》规定，每年3
月 1日 0时至 6月 30日 24 时为禁钓
期。根据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委、市
生态环境局等8部门通告，禁钓期内，
我市境内的长江、嘉陵江、乌江干流以

及大宁河、涪江、渠江、綦江等754条禁
捕河流全面禁止垂钓。

我市还划定了常年禁止垂钓的禁
钓区。分别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段、长江重庆段
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嘉陵江合川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乌江长溪河鱼类市级自然保护
区、酉阳县三黛沟大鲵县级自然保护
区、奉节县九盘河市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

为进一步巩固长江十年禁渔“四清
四无”（“四清”即清船、清网、清江、清市

场；“四无”即无捕捞渔船、无捕捞渔网、
无捕捞渔民、无捕捞生产）成果，禁钓期
间，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将会同市
公安局、长航公安等部门，以及各区县
农业农村、公安等单位，联合开展水陆
联动执法检查行动。同时，联动周边省
市开展2025年长江“春季护渔”区域会
战，严查严打各类非法捕捞和市场销售
长江野生鱼等行为，以高压态势更好维
护良好禁捕管理秩序和社会氛围，确保
长江生物多样性。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提醒，
根据相关规定，如在禁捕区域内非法

垂钓，将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并没收钓获物和违法所
得；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并处二百
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收购、销售
通过休闲垂钓等方式在禁捕区域捕
获的渔获物及其制品的，由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没收渔获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
并处货值金额两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款。

7月起，市民可在除水生生物保护
区之外的江河里休闲垂钓，且只允许一
人、一竿、一线、不超过两钩。

今起重庆禁捕水域全面禁钓4个月
涉及长江、嘉陵江、乌江及其他重要水域共754条河流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从3月1日起，《重庆市精神卫
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
行。和其他省市相比，《条例》有哪些
不同？下一步有哪些举措？2月28
日，记者采访了我市有关领域专家。

精神障碍疾病重在及早
发现、及早干预、规范治疗

《条例》共9章55条，在国家上
位法已有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
际，体现了重庆立法辨识度。

“比如，专门设立了‘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维护与增进’章节。”市卫健委
健康促进处处长丁国富说，《条例》要
求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引
导和监督其使用电子产品，及时预
防、矫正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或者手机
等智能终端产品。

《条例》还明确了未成年人独自
就诊、休复学和特色治疗有关要求，
比如，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发现未成年
人无监护人陪同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的，要依法通知其监护人到院陪同就
诊。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
钟吉元表示，一半以上的精神障碍起
病于14岁之前，75%的精神障碍起
病于24岁之前，如果能及早发现、及
早干预、规范治疗，会大幅降低成年
期精神障碍患病率和精神障碍的功
能损害程度。

以奖代补等方式推动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履行
监护责任

“《条例》专门设立了‘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服务与管理’章节。”丁国富
说，《条例》加大了对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的服务力度。比如，区县（自治县）
政府可以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推动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履行监
护责任。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
所在单位可以通过实行弹性工时制
度、给予必要的陪护时间等方式，为
监护人看护患者提供便利。

鼓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为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购买伤人救助责
任保险和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责任
保险。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机构应当
配备专业人员，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

服药训练、生活技能训练、社交技能
训练、职业能力训练、居家康复指导
等服务。

“我市已建立比较完善的精神障
碍医疗服务体系。”钟吉元说，全市有
精神卫生医疗机构 138 家，其中，
114家开设精神（心理）科门诊，79家
开设精神科病房。80%的公立综合
医院、61%的公立妇幼保健院、57%
的公立儿童医院开设精神（心理）科
门诊。

我市于今年1月接通全国心理
援助热线12356，向社会大众提供公
益的、专业的、免费的心理援助。

今年将开展“惠民暖心
4项措施”

今年是精神卫生服务年，我市将
深入实施精神卫生能力提升工程，开
展“惠民暖心4项措施”，为群众提供
便捷高效、公平可及的精神卫生健康
服务。

一是迭代优化服务体系，持续开
展区县标准化精神卫生中心建设，到
2025年底，区县精神卫生中心将全
部达到二级以上标准。全市三级精
卫中心设立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
科达到100%，公立妇幼保健院和儿
童专科医院精神（心理）科设置率达
到80%以上，为儿童青少年提供便
利可及的就诊服务。

二是迭代升级服务能力。加大
精神卫生人员培养力度，执业医师达
到每10万人口6名医师，建成与社
会发展相适应的精神卫生人才队
伍。建立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社区康
复机构及社会组织、家庭相衔接的精
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模式，帮助患者
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质量。同
时，升级“渝悦·精神卫生”，提升多部
门联动服务患者的工作效率和水平。

三是持续促进心理健康，将出台
心理咨询行业管理办法，规范心理咨
询服务。聚焦抑郁症、焦虑障碍、睡
眠障碍、儿童心理行为发育异常、老
年痴呆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
问题进行干预。

四是持续开展知识宣教，每年至
少开展200次心理健康讲座“进机
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活动，并
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相
关知识，持续提升居民心理健康素养
水平。

专门设立章节维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重庆市精神卫生条例》3月1日起施行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2月28日，2024年重庆市专利
转化运用专项行动进展情况新闻发
布会举行。

去年以来，我市紧扣专利转化运
用全链条，聚力实施专利转化专项计
划，加速开展存量专利盘点盘活，扎
实推进知识产权“百亿融资”行动，加
快专利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取得
积极进展。

高校和科研机构盘点存量
专利3.2万件

市知识产权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新闻发言人范俊安介绍，去年，市
知识产权局会同市教委组织全市54
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累计盘点存量专
利3.2万件，纳入可转化专利资源库
2.75万件，通过全覆盖开展在渝高校
院所存量专利盘点，构建可转化专利
资源“蓄水池”，帮助中小企业更高效
便捷“找矿挖宝”。

据统计，2024年我市高校院所专
利转让许可数量居全国第四位，其中
专利转让数量较2023年同比增长
85%，专利许可数量较2023年同比增
长575%。

知识产权证券化实现“零”
的突破

去年我市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
有量、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
量分别达到22.94件、8.65件，分别
同比增长14.8%、21%，实现专利转
让许可3.4万次。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推动知识
产权金融创新，拓宽企业融资渠
道，知识产权证券化实现“零”的突
破，两江新区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
成功在深交所挂牌，项目储架规模
5亿元，票面利率创全国同类型产
品新低。

认定专利密集型产品数居
西部第一

我市积极支持产业链主企业联
合高校院所、服务机构协同攻关核心
技术，去年累计立项支持高价值专利
培育项目130项，372家高成长性中
小企业入选国家专利产业化样板企
业培育库。

我市指导高新技术企业、专精
特新企业备案专利产品6462件，关
联专利1.98万件，备案专利产品产
值超过4500亿元；累计认定专利密
集型产品172件，认定数量居西部
第一。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比
上年增长153%

为聚力打造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生态，去年，我市构建了以综合性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为牵引、重点产业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为骨架、运营服务机
构为补充的“1+N”运营服务体系，提
供知识产权全周期“一站式”服务。

其中，重庆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累
计促成专利转移转化超500件，质押
融资超10亿元。全市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金额实现47.94亿元，较2023
年增长153%。

探索“先使用后付费”等专
利转化模式

去年，通过积极探索“先使用后
付费”、专利“一对多”开放许可等专
利转化模式，市知识产权局面向全市
高校院所征集开放许可专利近1000
件，利用大数据精准匹配市内3000
余家中小微企业，达成专利开放许可
1831次，数量居全国第二。

今年，我市还将探索组建产业知
识产权创新联合体，拓展知识产权转
让、许可、交易、拍卖、作价入股、质押
融资、证券化等价值实现渠道。

2024年全市备案专利产品产值超4500亿元，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超47亿元

重庆高校院所专利转让许可数全国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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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月2828日日，，江津区石蟆镇羊石码头展示江津区石蟆镇羊石码头展示
了一批收缴的非法垂钓捕捞工具了一批收缴的非法垂钓捕捞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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